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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6_B3_A8_c67_286006.htm 第七章 流转税纳税申报代理实

务 题量：历年分值：6～28分。2004年14分；2005年约16分

；2006年约15分。 题型：单选、多选、综合分析题。 本章中

涉及新的税收政策变化的内容有：2006年消费税政策的重大

调整、营业税增加了新的纳税申报表。 《税法（Ⅰ）》中与

本章内容相关的新的重要的税收政策有：关于增值税若干政

策的通知；新发生出口业务的生产企业办理退税的规定。 第

一节 增值税纳税申报代理实务 ☆（掌握） 一、应纳税额的计

算 复习中要注意从实务操作的角度考虑问题，做到准确运用

税收政策、会计算税款、会作账、会填表。 试题模式： 模式

一：某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具有自营进出口权，出口

产品增值税实行“免、抵、退”税管理办法。2005年1月发生

如下经济业务： 1.销售产品⋯⋯ 2.购进原材料⋯⋯ 3.购进材

料因质量问题办理退货⋯⋯ 4.自营出口货物一批⋯⋯ ⋯⋯ 12.

⋯⋯ 要求：做出每一笔经济业务的会计分录。 模式二：根据

下列资料，编制正确会计分录并填制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》

或编制正确会计分录并计算当期应纳的各项流转税。 某中外

合资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生产各种化妆品，其存

货采用实际价格核算，2006年4月企业发生主要经济业务如下

： 1.购进材料，支付运费⋯⋯ 2.修理设备取得增值税专用发

票⋯⋯ 3.经查上月购进的A材料用于在建工程，企业仅以账面

金额转账⋯⋯ ⋯⋯ （一）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的计算 1.销项

税额 掌握征税范围、计税依据方面的有关规定，并结合申报



表有关栏目复习 2.进项税额 掌握抵扣凭证、抵扣依据、扣除

率、政策变化及其时间界限。 自2003年3月1日起，一般纳税

人取得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其进项税额抵

扣遵守如下规定：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抵扣的防伪税控系

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必须自该专用发票开具之日起90

日内到税务机关认证，否则不予抵扣进项税额。（P105页4.

（1）） 从2003年12月1日起，国家税务局对增值一般纳税人

申请抵扣的所有运输发票与营业税纳税人开具的货物运输业

发票进行比对。凡比对不符的，一律不予抵扣。（P104页2.

（4）③） 自2006年5月1日起，纳税人销售自产建筑防水材料

的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，凡符合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

销售自产货物提供增值税劳务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征收流

转税问题的通知》规定条件的，按有关规定分别征收增值税

和营业税。 （2）从海关取得的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

抵扣问题（P105页4.（2）） 自2004年2月1日以后开具的海关

完税凭证及废旧物资发票，应当在开具之日起90天后的第一

个纳税申报期结束前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抵扣，逾期不得抵

扣。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需抵扣增值税的海关完税凭证，

应填写《海关完税凭证抵扣清单》申报时一并报送。2004年2

月只报送纸质资料，2004年3月起报送纸质资料和电子数据。

未单独报送的其进项税额不得抵扣。未按规定要求填写《海

关完税凭证抵扣清单》或填写内容不全的，该张凭证不得抵

扣进项税额。 （5）生产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入废旧物

资抵扣问题（P105页2.（5）） 自2001年5月1日起，生产企业

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入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销售的废旧物

资，可按照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开具的经税务机关监制的



普通发票上注明的金额，按10%计算进项税额。 国税函[2004]

第128号文规定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需抵扣进项税的废

旧物资发票应根据相关废旧物资发票逐票填写《废旧物资发

票抵扣清单》申报时一并报送。2004年2月只报送《废旧物资

发票抵扣清单》纸质资料，2004年3月起报送《废旧物资发票

抵扣清单》纸质资料和电子数据。未单独报送《废旧物资发

票抵扣清单》纸质资料的，其进项税额不得抵扣。未按规定

填写清单的，该张凭证不得抵扣进项税额。（废旧物资经营

单位也要对开具的普通发票填写《废旧物资发票开具清单》

申报时一并报送。2004年3月起要报送清单的纸质资料和电子

数据。税务部门对生产企业和废旧物资经营单位的发票进行

比对。）（参看《税法（Ⅰ）》教材P98页第1段） 3.不得从

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 4.进项税额抵扣的相关规定 5.进

项税额的扣减 因进货退出或折让而收回的增值税额，应从发

生进货退出或折让当期的进项税额中扣减。 （二）小规模纳

税人应纳税额的计算 从1998年7月1日起，小规模纳税人的征

收率分为两档：6%和4%。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适用4%的

征收率，商业企业以外的其他小规模纳税人适用6%的征收率

。 销售额比照一般纳税人规定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小规模纳税

人的销售额也不包括其应纳税额，小规模纳税人如采用销售

额和应纳税额合并定价方法的，按下列公式计算销售额： 销

售额=含税销售额÷（1 征收率） 二、出口货物应退税额的计

算方法 理论上的退税公式：应纳税额=销售额×0－进项税额

（0表示税率） 2003年10月发文对现行出口退税率进行结构性

调整，调整后的税率为5%，8%，11%，13%，17%。近几年

陆续有一些调整，考试会给出相关退税率。 出口货物退免税



的形式： 先征后退——适用于外贸企业 免抵退税——适用于

生产企业 （一）外贸企业出口货物退税计算方法 应退税额=

购进货物的进项金额×退税率 购进货物的进项金额，并不是

进项税额，而是购进价格。 （二）生产企业出口货物“免、

抵、退”税计算方法 公式1： 公式1为正数时，说明企业当期

内销大于外销，销项税大于进项税，期末作缴纳税款的账务

处理。公式1为负数时，无外销要将进项税额作下期留抵；有

外销要比较外销货物按公式2计算的免抵退税额与期末留抵数

哪个小，按小的数据申请办理出口退税。 公式4： 公式2： 公

式3，当期应退税额和当期免抵税额的计算 当期期末留抵税

额≤当期免抵退税额时： 当期应退税额=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

当期免抵税额=当期免抵退税额－当期应退税额 当期期末留

抵税额＞当期免抵退税额时： 当期应退税额=当期免抵退税

额 当期免抵税额=0 注意：新发生出口业务的企业计算出口退

税的政策要求有变化（参看《税法（Ⅰ）》教材P141页）。 

新发生出口业务的生产企业自发生首笔出口业务之日起12个

月内的出口业务，在审核期期内出口的货物（审核期12个月

），按月分别计算免抵税额和应退税额，税务机关审核无误

的应退税额暂不办理退库，可在退税审核期期满后的当月将

上述各月的审核无误的应退税额一次性退给企业。 试题模式

： 要求：根据下列资料，计算该企业2003年1～3月“免、抵

、退”税或应纳增值税税额，并做相关会计核算分录。 资料

：某自营出口生产企业的出口货物全部为加工贸易出口，出

口货物征税率和退税率分别为17%和15%，2002年1月开始执

行“免、抵、退”税政策，按取得退税机关审批的《生产企

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申报汇总审批表》核算“免、抵、退”



税，2003年1～3月有关财务资料和发生的业务如下： 1.1月外

购辅料1000万元，进料加工进口料件折合人民币400万元，验

收入库。 2.1月内销货物不含税销售额200万元，进料加工出

口货物销售收入折合人民币600万元，来料加工复出口货物工

缴费收入折合人民币100万元，⋯⋯ ⋯⋯ 三、代理增值税申

报操作规范 （一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△ 电子信息采集系统一

般纳税人的申报资料 （1）必报资料 （2）备查资料 注意：辅

导期一般纳税人有待抵扣问题。国税发明电[2004]37号文规定

：新办小型商贸企业一年内销售额在达到180万元以后可认定

为一般纳税人，并相继实行纳税辅导期管理制度。辅导期一

般不少于6个月。在辅导期内商贸企业取得的专用发票抵扣联

、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和废旧物资普通发票以及货物

运输发票要在交叉稽核比对无误后，方可予以抵扣。（参看

《税法（Ⅰ）》教材P67页） 国税发明电[2004]51号文要求辅

导期一般纳税人在“应交税金”科目下设二级科目待抵扣进

项税额。 提示：根据新会计准则，“应交税金”科目已经取

消，改为“应交税费”科目，所以目前，应该是在“应交税

费”科目下设置二级科目待抵扣进项税额。 例题：某商贸企

业专营钢材经销贸易，于2005年6月成立，7月份开始有购销

业务，当月共取得买入钢材专用发票10张，不含税销售额300

万元，增值税额51万元，共卖出钢材两笔，不含税销售额200

万元，增值税额34万元。8月份主管税务机关通知上月进项税

额发票比对相符。 7月份： 借：库存商品 3000000 应交税费－

待抵扣进项税额 510000 贷：银行存款 3510000 本月可抵扣进

项税额=0 应纳增值税额=340000（元） 8月份： 比对相符时 

借：应交税费－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） 510000 贷：应交税



费－待抵扣进项税额 510000 （二）小规模纳税人 注意：一般

纳税人销售可以按简易办法计税的货物，如县以下小型水力

发电单位生产的电力，建筑用和生产建筑材料所用的砂土石

料，以自己采掘的砂土石料或其他矿物质连续生产的砖、瓦

、石灰等，其计税办法和小规模纳税人相同，均不得抵扣进

项税额。 （三）生产企业“免、抵、退”税申报 △ 1.申报程

序 退税申报期为每月1～15日。 2.申报资料 （1）生产企业向

征税机关的征税部门或岗位办理增值税纳税及“免、抵、退

”税申报时，应提供下列资料： ①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》及

其规定的附表； ②退税部门确认的上期《生产企业出口货物

免、抵、退税申报汇总表》； ③税务机关要求的其他资料。 

（2）生产企业向征税机关的退税部门或岗位办理“免、抵、

退”税申报时，应提供下列凭证资料： ①《生产企业出口货

物免、抵、退税申报汇总表》； ②《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、

抵、退税申报明细表》； ③经征税部门审核签章的当期《增

值税纳税申报表》； ④有进料加工业务的还应填报： a.《生

产企业进料加工登记申报表》； b.《生产企业进料加工进口

料件申报表明细表》； c.《生产企业进料加工海关登记手册

核销申请表》； d.《生产企业进料加工贸易免税证明》。 ⑤

装订成册的报表及原始凭证： a.《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、抵

、退税申报明细表》； b.与进料加工业务有关的报表； c.加

盖海关验讫章的出口货物报关单（出口退税专用）； d.经外

汇管理部门签章的出口收汇核销单（出口退税专用）或有关

部门出具的中远期收汇证明； e.代理出口货物证明； f.企业签

章的出口发票； g.主管退税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。 3.申

报要求 ①“出口货物免税销售额”填写当期出口并在财务上



作销售的全部（包括单证不齐部分）免抵退出口货物人民币

销售额。 ②“免抵退货物不得抵扣税额：按当期全部（包括

单证不齐全）免抵退出口货物人民币销售额与征退税率之差

的乘积计算填报， “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”

按退税部门当期开具的《生产企业进料加工贸易免税证明》

中“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”填报。 P107，公

式4： ③“免抵退税货物已退税额”按照退税部门审核确认

的上期《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、抵、退税汇总表》中的“当

期应退税额”填报。 （3）《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、抵、退

税申报汇总表》的申报要求 ①“出口销售额乘征退税率之差

”按企业当期全部（包括单证不齐全部分）免抵退出口货物

人民币销售额与征退税率之差的乘积计算填报。 ③“出口销

售额乘退税率”按企业当期出口单证齐全部分及前期出口当

期收齐单证部分且经过退税部门审核确认的免税退出口货物

人民币销售额与退税率的乘积计算填报。 对前期出口货物单

证不齐，当期收集齐全的，应在当期免抵退税申报时一并申

请参与免抵退税的计算，可单独填报《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

、抵、退税申报明细表》，在“单证不齐标志栏”内填写原

申报时所属期和申报序号。 P106页，公式2：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